
“现在人才的
市场定价机制不
完善，都是每个单

位说了算。你给1000万，我就给2000万，这不
利于自主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培养。”昨天的
上海代表团小组审议上，天价人才的引进、特殊
岗位一线人才的培养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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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天价人才这个问题的是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
艳。“我们在媒体上经常会看到，
动辄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
人才引进，几百万元的房贴、年薪，
数目可观的科研等等。可是有的
不惜重金刚刚引来的人才，还没用
几天就被其他单位给挖走，刚刚建
设好的学科平台就空出来，原因就
是对方开出了更高的价码。”刘艳
代表略显激动地说：“这就是种非
合理的人才流动！”

而这种非合理的人才流动，
容易造成人才队伍建设本身的

不平衡。“从事相同的工作，本土
人才与引进人才薪酬待遇却大
相径庭。这种情况是不利于职
业发展的。”刘艳代表表示，这一
现象会破坏人才体系建设。

让她最为担心的是，一些高
价聘请的高端人才，在被引进之
后却并没有创新成果，长此以往
可能会对人才的价值观导向不
利，甚至导致人才本身的学术之
路发展走向不合理。“有可能出现
一些极端的现象，比如不断地这
山看着那山高，太在乎物质，反而
无法专注于学术。”刘艳代表忧心
忡忡：这不利于人才发展。

天价引进人才现象引代表担忧

同样是人才问题，让全国人
大代表、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救捞工程船队副队长金锋头疼
的是，像他们这个特殊的行业，
如今却面临着人才稀缺、流动快
的忧患。

“我前一阵招人的时候刚刚
碰到的事，本来说定了4个有意
向的毕业生，现在4个里有3个
说不来，因为觉得太危险了。”看
着快到手的人临时反悔，金锋代
表想起来都觉得痛心。

“船员这一行本身就比较辛
苦，我们干打捞的，可能风险性
会更高，也需要更多年轻力壮的

新鲜血液来补充。”金锋代表告
诉记者，他所在的救捞队潜水员
共有100多人，其中青年潜水员
占到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80
后、90后”。每年都会招人，但现
在招来的量明显少了。“以前一年
可以招十来个，现在一年只能招
四五个。有时候学生自己愿意
来，家长不愿意，觉得太危险太辛
苦了。”

由于潜水员这份职业比较
特殊，不像一般厂里的车工、技
工，师傅可以手把手地教，潜水
作业完全是学完理论知识后，自
己下水实践操作。而救捞对专

业的应急技能、身体要求更高，
也使得这一行的淘汰率也比较
高。“身体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也
没有办法。”

金锋代表在潜水员的岗位
上做了几十年，在他看来，能坚
持下来，思想支撑很关键。“要能
吃苦，有奉献精神。”所以他有时
候不太理解现在“90后”年轻人
的想法。“有时候明明做得挺好，
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但是党
的十九大报告一出来，他说自己
就想通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不
是说到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吗，我理解了。”

谈妥了4个有意向毕业生，3个反悔不肯来

刘艳代表（右一）表示天价引进不利于人才培育。

天价引进人才转身就被挖走，一线特殊岗位吓跑毕业生

代表建议自主培养高端青年人才

[高端人才]

刘艳代表的一番话立刻得
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全
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张兆安表示，这一现象和一些政
策架构有关系，机构考核不能过
多地用引进多少人这样的帽子来
作为考核指标。上海市环保局局
长，之前长期在科技战线上工作
的寿子琪代表则一语中的：“现在
在人才引进上是重物质激励，轻
所需所能，以至于个别人才把心
思和精力放在了追物质、追‘帽
子’上，忽视了本职工作。”

寿子琪代表在会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
天价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引进

过程中有没有环境和条件发展人
才。他认为，目前我们的人才引
进市场总体上来说还不够有序。

“你确实觉得你有这个事业
平台，你有这个需要要发展这方
面的学科、科研方向，或是满足
某个战略需要，那到全世界去物
色人的时候，该出价就要出。不
是说天价就一定是坏事，坏的是
你不一定有这个平台，不一定有
这个发展需求，却把真正有需要
的地方的人才给抢走了。”

寿子琪代表表示，天价引进
人才的第二个问题是无形之中
抬高了真正有需要一方在引进
人才时候的成本。

人才引进市场目前还不够有序

对此，刘艳代表认为，在用
优厚待遇吸引人才的同时，更应
该注重事业平台的提供、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的营造，特别是对于
高端人才，更需要个性化的引进
政策，在政策制定导向上应从有
利于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着手，而
不是本末倒置。

她提出了两个思考方向：
“第一，到底是引人还是育人？”
在她看来，从目前高层次人才发
展体系来看，人才引进明显是高
于人才教育培养的。“大家在现
实工作中可能觉得自己培养不
如引进现成人才，产出会更直接
更快。但从长远来看，人才战略
更应该依靠自己培育各类人才，
把自己培育高层次人才作为重
点，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才。”

刘艳代表建议，应树立正确
的人才工作政绩观和全面的人

才观，合理制定人才培养的中长
期发展规划，提升高端人才的自
主培养能力。“这才是我们的立
足之本，发展之源。”她表示，在
引育并举的过程中，建议要建立
高层次引进人才和自主培育人
才平衡发展的机制，在用优厚待
遇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要
确保并调动本土人才的积极性。

她提出的第二个思考方向是
“引才还是用才”。“我们现在比较
关注引，而把他引进来后往往忽
略了如何来用。”刘艳代表建议，
应更加规范各类人才引进计划，
引进后要完善相应政策，该支持
的就要支持到位，引领他发展，
确保其有充分发挥才能的环境
和土壤。同时要加强监督考核，
要明确高端人才的责任所在，强
调实际贡献，要通过考核机制对
其工作实效进行跟踪评估。

提升高端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

[一线特殊岗位人才]

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心，金
锋代表表示，他认为能留住这
些年轻人、吸引更多人才愿意
在像他们这样特殊的一线岗位
工作的重要一点，就是给他们
提供更好的保障，给予更有价
值的职业发展规划，同时也需
要国家对这些特殊领域给予更
高的关注，进一步加强海上应
急救援能力建设，加大关键船
舶装备的投入。

就在今年1月6日，巴拿马
籍油轮“桑吉轮”与“长峰水晶”
轮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发

生碰撞，导致“桑吉”轮全船失
火。金锋所在的上海打捞局就
全程参与了救助过程。

1月13日，上海打捞局4名
救助人员冒死登上“桑吉”轮，在
26分钟内对生活舱、防海盗舱、
驾驶舱进行了搜救，确认无生还
人员后，带回船舶“黑匣子”和发
现的两具遇难船员遗体。就在
搜救员离船后不久，风向再次发
生转变。一天后，“桑吉”轮突然
猛烈燃烧，火焰最高达1000米，
船体下沉，最后沉没。

“这4位救助人员，最年轻的

41岁，还有3个50出头。为什么
派几个‘小老头’上？”金锋回忆，
项目组起初准备让年轻搜救员
上船，“但我们的 3 个小老头说
了，这次风险实在太大，不要让
年轻的上，毕竟他们小孩都还
小。还是我们上吧，而且经验也
更丰富。”其实有几个“小老头”
自己的孩子也不大。金锋说，当
时四人登船前有一个搜救员提
议：“兄弟们我们拍个合影吧，这
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了。”
这一场景让他至今难忘，也让在
场的代表们听后颇为动容。

充满危险，每一次救助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据了解，这次实施救援是一
个世界级的难题。金锋代表表
示，现在回过头来看搜救过程，出
色完成了登船搜救，得到了外方
的感谢和理解，赢得了外交主动
权。“但如果我们海上应急救援能
力更强，装备技术更先进，比如吊
机升得长一点，水枪能打得更远，
也许效果会更好，也更安全。”

金锋表示，作为海上安全最
后一道防线的海上应急救捞工
作，同海洋强国战略和外交、海

洋权益维护等等关系密切。随
着船舶大型化高端化成为世界
趋势，海上应急救援的重要性将
日益凸显，“今后或许还会发生
比桑吉轮更严重的海上灾害。”

他也呼吁国家进一步加强
海上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加大关
键船舶装备的资金投入，并出台
相关措施鼓励有关技术研发和
实战。“比如依托500米饱和潜水
作业技术和6000米水下机器人
作业技术，支持相关单位进行研

发攻关和实战训练。”
同时他认为，对于紧缺的产

业工人，国家要出台相关规定给
予更多的保障，让他们能够无后顾
之忧地到一线去踏实工作。“比如
说作为国家专业的救助单位，人员
技能的提升很重要，但现在的职业
等级技能鉴定都很不方便。有时
候申请一次技术鉴定要等一年
多。其实完全可以每年定时开展，
提高便捷度和效率，也让我们更方
便地招收人才、留住人才。”

进一步加强应急救援技术保障，留住人才


